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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总 论

1.项目名称：科右中旗 2023 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2.建设单位：科右中旗农牧和科技局

3.建设地点：实施地点选择在好腰苏木镇、高力板镇、巴彦淖

尔苏木、巴彦忙哈苏木、代钦塔拉苏木、新佳木、巴彦呼舒镇、额

木庭高勒苏木、杜尔基镇、吐列毛都镇、巴仁哲里木镇、哈日诺尔

苏木等 12 个苏木镇。

4.建设内容规模：对肉牛肉羊规模养殖户进行补贴，对 139 个

养殖场（户、合作社）进行棚圈建设补助，其中，对 138 个养殖场

（户），每处补贴 7 万元，共计 966 万元，对 1 个养殖场,补助 4 万

元。

5.投资概算与资金筹措

投资概算:项目总投资 970 万元。

资金筹措：项目总投资 970 万元，全部由国家投资。

6.效益分析:通过项目建设，鼓励规模化养殖场，改善畜牧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引导禁牧区及草畜平衡区牧民组成新型牧民合作组

织，统一配置资源，起到示范带动作用，逐步形成集约化、规模化

的新型草原畜牧业生产模式，确保牧民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

力争增收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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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项目区基本概况

2.1 自然概况

2.1.1 地理位置

科尔沁右翼中旗位于兴安盟南部，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科尔沁

沙地北端，东经 119°34～122°18′，北纬 44°15～46°41′；北

与科右前旗、突泉县，东与吉林省通榆县，与科左中旗、扎鲁特旗，

西与霍林河市、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接壤。西北、东南呈狭长

形，总土地面积 15613 平方公里。

2.1.2 气候条件

科右中旗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光照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在

3000～3200 小时。各地≥10℃平均积温 1900～3200℃,全旗南北气温

羞异显著，积温从南向北随海拔升高而减少。无霜期多年平均值中

南部在 140 天左右，北部山区小于 120 天。

2.1.3 土壤

科右中旗土壤资源共分 7 个土类.15 个亚类,7 个土属,76 个土种,

其中,栗钙土占土地总面积的 3.8%,黑钙土占 4.5%,暗棕壤占 41.9%，草

甸土占 21.9%,风沙土占 18.8%,沼泽土占 0.8%,粗骨土占 8.3%.

2.1.4 水资源

全旗年平均降水量 350-390 毫米,降水特点是冬春雨水稀少，年

降水量的 75%集中在夏季。旗内有水泡子 78 个,67 眼山泉,21 条大小

河,水域面积 15.3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0.7%,水资源总量为 6.2 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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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其中,地表水 3.44 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 55.5%,地下水 2.76

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 44.5%。

2.1.5 草地植被

科右中旗草场植被主要以典型草原和草甸草原为主。建群植物

以禾本科、菊科和豆科为优势；北部山区以灌状生长的骆驼蒿、山

黄榆群为主，山下丘陵有较大面积的大针茅、羊草、隐子草，利用

高度 20～45 厘米；中部以胡枝子、大针茅、羊草、隐子草为主，南

部植被稀疏，主要建群植被有胡枝子、大针茅、羊草、隐子草等，

由于水分条件差，长势不好。

2.2 社会经济概况

科右中旗辖 6 个镇、6 个苏木，2 个工作部，8 个国营农牧林场

（站）。2021 年，全旗总人口 26 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 86%，

农牧业人口 16.7 万人，粮食总产量 24 亿斤，家畜总头数 203 万头

（只、口），财政收入 1.65 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9700 元，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700 元，境内交通便利，省级通道、111

国道贯彻中南部；通—霍铁路贯穿全境；电力资源丰富，现已基本

消灭无电村。现

2.3 草原生态现状

全旗现有天然草牧场面积 1300 万亩。由于长期的不合理利用以

及严重干旱气候因素影响，致使全旗草场严重退化、沙化。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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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三化”面积达 832 万亩，植被盖度不足 35%，植被低矮稀疏，

地表暴露面积加大。经过几年建设和严格的管护，植被有所恢复，

产草量明显提高，但和 60 年代相比差距甚远。

由于种种原因草地退化、沙化严重，草地产量和质量明显下降，

草群组成和结构变劣，草地植被稀疏，地表裸露，生物多样性指数

降低，草地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草地资源优势消失，恶劣的生态

环境导致鼠虫害、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第 3章 项目建设的原则和目标

3.1 建设原则

（1）重点鼓励肉牛肉羊规模养殖的牧民种、养殖合作社、牧民

联户、家庭牧场等新型牧民经营合作组织；

（2）统筹规划，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的原则；

（3）坚持典型示范的原则；

（4）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

3.2 建设目标

通过奖励规模化养殖场，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接冬羔，扩

大肉羊肉牛短期育肥规模，加快优化畜种结构及畜种改良。引导禁

牧区及草畜平衡区牧民组成新型牧民合作组织，统一配置资源，逐

步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的新型草原畜牧业生产模式，确保牧民禁牧

不禁养，减畜不减收，力争增收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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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建设地点、内容及规模

4.1 项目建设地点

4.1.1 选址原则

根据项目建设原则，结合国家补奖机制，重点鼓励规模化养殖

场，牧民种、养殖合作社、牧户、家庭牧场等新型牧民经营合作组

织，主要综合考虑牲畜头数、基础设施条件、效益等综合指标确定

补贴额度。

4.1.2 建设地点

实施地点选择在好腰苏木镇、高力板镇、巴彦淖尔苏木、巴彦

忙哈苏木、代钦塔拉苏木、新佳木、巴彦呼舒镇、额木庭高勒苏木、

杜尔基镇、吐列毛都镇、巴仁哲里木镇、哈日诺尔苏木等 12 个苏木

镇。

4.2 项目建设主体及标准

12 个苏木镇肉牛、肉羊养殖效益明显的养殖合作社及养殖个体

给予奖励；主要为标准化棚舍 300 平方米以上养殖合作社及个体给

予补助。

4.3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对肉牛肉羊规模养殖户进行补贴，对 139 个养殖场（户、合作

社）进行棚圈建设补助，其中，对 138 个养殖场（户），每处补贴

7 万元，共计 966 万元，对 1 个养殖场,补助 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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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程进度安排

在 2023 年 1 月，完成实施方案编写，2023 年 7 月末完成全部

的资金发放到户,自行检查验收，准备材料，迎接验收。

第 5章 技术方案与工程设计

5.1 技术设计

1.棚圈地址选择：应选择地势较高、向阳、背风、干燥、水源

充足、水质良好、地段平坦且排水良好之处，应避开冬季风口、低

洼易涝、泥流冲积的地段，并要考虑放牧、饲草（料）运送和管理

方便。

2.棚圈结构：砖混彩钢瓦结构，砖砌墙，壁厚 24 厘米。

3.建筑型式：棚圈可采用地面饲养。建筑型式封闭式、标准化

半封闭式结构；屋顶可采用拱形或双面坡。

4．舍内平面布置：采用单列南走道形式，走道宽以 1.0-1.2m、

饲槽宽以 0.6-0.8m 为宜。

5．建筑尺寸：北侧檐高不小于 1.8m，南侧檐高不应低于 2.5m。

5.2 场址选择

1.建设用地应符合当地村镇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

2.选择地势高燥、背风向阳、排水良好、易于组织防疫的地方。

3.场区土地质量应符合GB-15618的规定。

4.场区水源充足，水质应符合 NY-5027的规定。

5.场区周围3公里内无大型化工厂、采矿厂、皮革厂、肉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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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屠宰厂及畜牧场等污染源；距离干线公路、村镇居民区和公共场所

应在1km以上。

6.禁止在国家和地方法律规定的水源保护区、旅游区、自然保

护区等区域内建场。

5.3配套工程

1.购置设备，主要包括用于饲料加工、青贮，粪便及污

水处理、消防、消毒、给排水的设备。

2.青贮窖青贮饲草量按饲养4个月需要量建设，草库干草储量

按饲养5个月需要量建设。

3.可采用水塔、蓄水池或压力罐供水，供水能力按存栏1000只绵羊

单位，日供5吨设计。

4.生产和生活污水采用暗沟排放，雨雪等自然降水采用明沟排

放。

5.电力负荷等级为民用建筑供电等级三级,自备电源的供电容量不

低于全场电力负荷的1/4。

6.建筑防火等级按民用建筑防火规范等级三级设计。

7.场内主干道应与场外运输线路连接，其宽度为5-6米，支干

道为2-3米。

第 6章 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

6.1 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970 万元,全部由国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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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旗 12 个苏木镇 139 个规模养殖场（户、合作社）进行补贴，

总投资 970 万元。

2023 年科右中旗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向备案表

序号 苏木镇 嘎查 业主姓名 扶持资金额度

1 巴仁哲里木镇 德田 赖雄 7

2 巴仁哲里木镇 索根嘎查 扎拉根白乙拉 7

3 巴仁哲里木镇 索根嘎查 吴金贵 7

4 巴仁哲里木镇 索根嘎查 敖民 7

5 巴仁哲里木镇 达坝音扎拉嘎 张锁成 7

6 巴仁哲里木镇 达坝音扎拉嘎 裴喜林 7

7 巴仁哲里木镇 达坝音扎拉嘎 额尔敦 7

8 巴仁哲里木镇 宝日根 包福柱 7

9 巴仁哲里木镇 德田 代青树 7

10 巴仁哲里木镇 扎木钦 陈双龙 7

11 巴仁哲里木镇 铁力哈达 李龙柱 7

12 巴仁哲里木镇 铁力哈达 包海青 7

13 巴仁哲里木镇 铁力哈达 徐永刚 7

14 巴仁哲里木镇 铁力哈达 宝刚 7

15 巴仁哲里木镇 铁力哈达 包满都拉 7

16 巴仁哲里木镇 翁根 七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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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巴仁哲里木镇 索根嘎查 李格日乐图 7

18 巴仁哲里木镇 格日哈达嘎查 姚青格乐图 7

19 巴仁哲里木镇 索根嘎查 李文都舍 7

20 巴仁哲里木镇 白音扎拉嘎嘎查 张泉 7

21 杜尔基镇 新力化 富裕家庭农牧场 7

22 杜尔基镇 乌斯台 晓亮 7

23 杜尔基镇 布敦化 玉泉 7

24 杜尔基镇 查日斯台 韩海英 4

25 杜尔基镇 得力苏 滕海龙 7

26 杜尔基镇 麦汗查干 白海宝 7

27 杜尔基镇 朝胡尔图 李文成 7

28 杜尔基镇 乌兰中 彭超 7

29 杜尔基镇 得力苏 刘虎 7

30 杜尔基镇 新艾里嘎查 包白乙拉 7

31 杜尔基镇 查日斯台嘎查 韩振林 7

32 杜尔基镇 东石场嘎查 西青春 7

33 杜尔基镇 新艾里嘎查 冬达林台 7

34 杜尔基镇 乌兰花嘎查 魏峰 7

35 杜尔基镇 德力苏嘎查 包福玉 7

36 杜尔基镇 海林嘎查 包础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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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巴彦呼舒镇 布敦化牧场 包玉虎 7

38 巴彦呼舒镇 哈日道卜 草道毕力格 7

39 巴彦呼舒镇 义和塔拉林场 包扎拉根白已拉 7

40 巴彦呼舒镇 西日嘎 国庆 7

41 巴彦呼舒镇 海龙屯 张兰英 7

42 巴彦呼舒镇 莫力哈达 包金山 7

43 巴彦呼舒镇 八一营部 白国林 7

44 巴彦呼舒镇 哈日道卜嘎查 吴金峰 7

45 巴彦呼舒镇 窑艾里 包山 7

46 巴彦呼舒镇 草高吐嘎查 斯日古冷 7

47 巴彦呼舒镇 敖尼斯台嘎查 吴哈斯额尔敦 7

48 巴彦呼舒镇 浩特化嘎查 晓敏 7

49 巴彦呼舒镇 查干敖瑞嘎查 白德力格日呼 7

50 巴彦呼舒镇 嘎旦扎拉嘎嘎查 吴青龙 7

51 巴彦呼舒镇 哈日道卜嘎查 王斯琴巴图 7

52 巴彦呼舒镇 巴彦温都尔嘎查 何树 7

53 巴彦呼舒镇 布敦化牧场八一二队 何那仁满达 7

54 巴彦呼舒镇 布敦化牧场八一二队 包银山 7

55 巴彦忙哈苏木 巴彦温都尔 陈陶特格 7

56 巴彦淖尔苏木 双榆树 包金虎 7



12

57 巴彦淖尔苏木 广太号 包永福 7

58 巴彦淖尔苏木 广太号 罗苏雅拉图 7

59 巴彦淖尔苏木 广太号 苏亚乐 7

60 巴彦淖尔苏木 广太号 陈祥宝 7

61 巴彦淖尔苏木 巴彦淖尔 杜宝音图 7

62 巴彦淖尔苏木 巴彦淖尔 包六十三 7

63 吐列毛杜镇 准巴音乌兰 大白金山 7

64 吐列毛杜镇 乌兰哈达 福明 7

65 吐列毛杜镇 和日木 杨满全 7

66 吐列毛杜镇 准巴音乌兰 吴福 7

67 吐列毛杜镇 赛音化 阿木古楞 7

68 吐列毛杜镇 罕查干 韩柱 7

69 吐列毛杜镇 罕查干 海军 7

70 吐列毛杜镇 兴安敖包 那顺布和 7

71 吐列毛杜镇 毛盖图 敖特格白拉 7

72 吐列毛杜镇 吐列毛杜嘎查 代青云 7

73 吐列毛杜镇 地宫化嘎查 哈斯 7

74 吐列毛杜镇 赛罕化嘎查 呼日查 7

75 吐列毛杜镇 河北屯嘎查 双亮 7

76 吐列毛杜镇 博根扎拉嘎嘎查 马那达木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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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代钦塔拉苏木 道老毛杜 么雪梅 7

78 代钦塔拉苏木 乌兰额日格 银壮 7

79 代钦塔拉苏木 道老毛杜 苏日嘎拉图 7

80 代钦塔拉苏木 代钦塔拉嘎查 郭乌力吉白拉 7

81 代钦塔拉苏木 霍林郭勒嘎查 包那顺乌日塔 7

82 代钦塔拉苏木 海力金忙哈嘎查 包明月 7

83 代钦塔拉苏木 布日很忙哈嘎查 包额尔敦 7

84 代钦塔拉苏木 布日很忙哈嘎查 陶美丽 7

85 代钦塔拉苏木 代钦塔拉嘎查 白达来 7

86 代钦塔拉苏木 忙来嘎查 王福英 7

87 代钦塔拉苏木 布日很忙哈嘎查 白长福 7

88 代钦塔拉苏木 忙来嘎查 李高娃 7

89 代钦塔拉苏木 霍林嘎查 谢六斤 7

90 代钦塔拉苏木 代钦塔拉 吴础鲁 7

91 代钦塔拉苏木 吉力花 那顺套特格 7

92 代钦塔拉苏木 林场 吴双山 7

93 代钦塔拉苏木 代钦塔拉 包腰斯吐 7

94 代钦塔拉苏木 温都日化 姜春花 7

95 高力板镇 查干一队 白金宝 7

96 高力板镇 呼和索格 吴青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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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高力板镇 赛汗塔拉 白乎格吉乐吐 7

98 高力板镇 高林套海 刘和其乐图 7

99 高力板镇 赛罕塔拉 吴双山 7

100 高力板镇 赛罕塔拉 海林 7

101 高力板镇 道老毛杜 金庄 7

102 高力板镇 巴仁太本 王那日沙 7

103 高力板镇 何乌其拉图 7

104 高力板镇 呼和索格嘎查 赵西日巴拉 7

105 高力板镇 老公司嘎查 韩肯定 7

106 高力板镇 丰产嘎查 吴铁刚 7

107 高力板镇 丰产嘎查 王彬 7

108 高力板镇 丰产嘎查 吴道尔吉 7

109 高力板镇 沙木嘎嘎查 李金桩子 7

110 高力板镇 丰产嘎查 格日乐图 7

111 高力板镇 丰产嘎查 赵色音白乙拉 7

112 高力板镇 道兰淖尔嘎查 包玉莲 7

113 高力板镇 道兰淖尔嘎查 赵永连 7

114 高力板镇 赛罕道卜嘎查 郝图布新 7

115 高力板镇 老公司嘎查 贺合泉 7

116 高力板镇 赛罕塔拉嘎查 白鹰鹰 7



15

117 好腰苏木镇 召沙 那顺双拉 7

118 好腰苏木镇 召沙 银壮子 7

119 好腰苏木镇 东白音套海嘎查 吉日木图 7

120 好腰苏木镇 东白音套海嘎查 阿古达木 7

121 哈日诺尔 吉日格勒代 套特格 7

122 哈日诺尔 佟福山 7

123 额木挺高勒 兴隆屯 白吉日木图 7

124 额木挺高勒 拉拉屯 刘利权 7

125 额木庭高勒 查干宝浩 代玉林 7

126 额木庭高勒 查干宝浩 敖卢山 7

127 额木庭高勒 布拉格台嘎查 陈玉昌 7

128 额木庭高勒 查干宝浩嘎查 常巴达日拉图 7

129 额木庭高勒 图列吐嘎查 李金平 7

130 新佳木 巴彦套海嘎查 陈苏雅拉图 7

131 新佳木 浩力宝嘎查 包少布 7

132 新佳木 种畜场 吴军 7

133 新佳木 沙卜日台嘎查 白斯琴毕力格 7

134 新佳木 浩力宝嘎查 赵全胜 7

135 巴彦忙哈 达力哈日沁嘎查 包喜 7

136 巴彦忙哈 义力特嘎查 包满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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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巴彦忙哈 葛根敖日都嘎查 吴宝音图 7

138 巴彦忙哈 哈日沁嘎查 金永泉 7

139 巴彦忙哈 葛根敖日嘎查 孙银山 7

合计 970

6.2 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970 万元；全部由国家投资。

第 7章 保障措施

7.1 组织保障

由旗委、政府成立项目领导小组，由分管副旗长任组长，由负

责整个项目的组织管理及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旗农科局，由农科局局长兼办公室主任，负责项目的个体落实和

实施。其名单如下：

组 长：冯建忠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萨如拉 （旗农科局局长）

张 林 （旗财政局局长）

成 员：福 泉 （旗农科局副局长）

王文海 （旗财政局副局长）

布特格其 （旗财政局农牧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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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白龙 （旗农科局财会股股长）

王志晶 （旗农牧和科技局科员）

7.2 政策与措施保障

项目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旗长对项目总负责。旗农科局局长

为项目法人代表，对项目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负责。旗、苏木乡

镇层层落实工作目标和责任，签订责任状，负责项目落实、检查和

考核工作，保证项目的目标、任务、资金、责任五到位。

7.3 制度保障

项目管理实施项目法人责任制；旗农科局法人为项目法人,由业

务部门领导承担项目技术责任，项目执行过程中，加强项目的管理

与监督工作，纪检、审计部门对项目的建设全程进行监督检查。

项目建设严格按照中央及地方的统一布署，在专项资金的使用

上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实行“三专一封闭”，做到专设帐户，专

人管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封闭运行；严禁挤占、挪用，实行

规范化管理，保证资金足额发放和有效使用。

7.4 技术保障

项目前期调研、选址、任务落实，充分采取自治区、盟旗、基

层干部等相关科技人员的意见和意愿，全面考虑项目建设特点、当

地生态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做到充分论证，分析有利和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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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建设影响；在项目实施准备期间，项目户进行全面、细致、

充分的培训，做到标准统一、措施统一、方法统一，保障项目有序

实施。

7.5 工程管护措施

以户为单位建立项目建设档案，明确项目建设的基础设施、产

权归属，将使用权、管护权落实到户。


